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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臺灣島的溪流河川孕育有高多樣性與特有性的淡水魚類。近十多年來，中低海拔區

的溪流原生棲地因人為開發破壞或外來魚種入侵等，對許多臺灣本土淡水魚類造成

嚴重的破壞及干擾。因此，如何能加速進行臺灣本島之淡水魚類物種以及經濟魚種

現況調查與追蹤，實有其迫切性。本年度計畫調查區域為台東的大竹溪、金崙溪與

及本溪等水系。調查記錄的項目包含水質與水文調查，並以電捕法進行溪流魚類群

聚調查工作。105年度調查結果發現，共採集到4科8屬8種301個體的魚類，本年度無

捕捉到外來魚種，顯示台東地區河川保育仍維持相當程度的原生自然條件，使本土

魚種依舊可以生存，但由於第二季開始，人為工程開挖以及風災豪雨等的肆虐，已

經使得台東這些溪流的樣貌改變，整體的溪流生態環境已遭受破壞，必須規劃及實

棲地改善措施，才能避免生態環境與現有資源持續惡化，這些都是當今必要的課題

。在總魚種組成之中，日本瓢鰭鰕虎共採獲達203尾，是最為優勢魚種，佔了所有採

獲量的67.9%；其次為粗首馬口鱲，共採獲62尾，佔21%。本年度鰻魚資源調查結果

顯示，在四季所有樣站中，共採獲鰻鱺科鱸鰻2尾，平均體長為15.3 cm，仍屬於成

長中的小型鱸鰻。水質檢測部分，各樣站測得料中，僅很少數季別屬於輕度及中度

汙染狀態。 整體而言，本年度調查現存鰻魚之總族群量仍為極低，雖本次調查之溪

流，並無美非洲之外來種魚類侵入的跡象，但仍應持續關注及監控現有族群及棲地

改善之保育措施。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e habitats of streams &rivers in Taiwan comprise highly species diverse

and endemic freshwater fishes. In recent decades, the ecological status

of freshwater fishes has been destoried by human impact and invasive fish

species. There are three drainages including Dar-ju, King-lun, and Ji-ben

rivers  in  Taitung  County.  The  records  including  water  quality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s  well  as  fish  resources  monitoring  via

eletro-fishing would be conducted in this year. Totally 4 families 8

genera 301 speci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survey. The great human impact

and several floodings would make mainly damages of the fish populations

from the last summer should seriously concern. There are only 2 fish of

A. marmorata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his year. The overall population

size should be kept for monitoring. 

 

 

三、計畫目的：

臺灣島上據有極為豐沛的自然資源，淡水的溪流河川裡，也孕育有頗高多樣性與特

有的淡水魚類。包括有：純淡水魚類(或初級淡水魚)，或河口周緣性淡水魚與兩側

洄游型魚類，主要包括有鰕虎魚類與淡水鳗魚等類群。臺灣淡水魚類物種的生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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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現況，近十多年來，中低海拔區的溪流原生棲地環境，受山坡地開發、築壩、

築堤等工程改變及嚴重土石泥流的破壞，平原的野生水域自然棲地也因人為開發

，造成嚴重的破壞及干擾。大多數現存的低海拔棲地，也正飽受外來慈鯛科

(Cichlidae)及鱧科(Channidae)入侵魚種的捕食與競爭，使得許多臺灣淡水魚類物

種現生族群，仍然面臨不少的威脅。因此，如何能加速進行及深入地投入臺灣本島

之淡水魚類物種以及經濟魚種的資源現況調查與追蹤，實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 依

據臺灣淡水魚類名錄總整理的結果，若扣除外來種累計淡水及河口魚類，至少共計

可達58科265種的原生淡水魚類。其中，最大種類歧異度的類群，為鰕虎科魚類

(Gobiidae)，至少可高達75種，佔全臺灣之原生魚種的32 %。其次為臺灣純淡水魚

類之最大的類群：鯉科魚類(Cyprinidae)，至少可達33種之原生魚種，佔原生魚種

的14 %。如以純 5 淡水或初級淡水魚，或河口或次級淡水魚含兩向洄游性魚來區分

，則在265種魚類中，總共有65種純淡水魚100種河口或洄游魚類。若以臺灣特有種

魚類之種類組成而言，目前統計至少42種的臺灣特有種魚類，其中鯉科魚類共計有

17種為最多，鰕虎科魚類共計有10種居次，爬鰍科魚類5種則居於第三。另外，近來

對於臺灣的外來魚種研究顯示，臺灣水域的外來入侵淡水魚類12 科 37 種。在相關

臺灣淡水與河口鰕虎魚類之研究中，鰕虎科魚類，共可累計高達75種，包含有10 種

以上特有魚類，淡水及河口最多魚種類的類群。  淡水鰻魚(freshwater  eel,

Anguilla spp.) 是台灣屬於兩側洄游性魚類(Diadromous fishes)中降河產卵洄游

性魚類(Catadromous fishes)類群的一個重要組成。淡水鰻魚其中的日本鰻(日本鰻

)，同時也是國內最為重要的經濟養殖魚類。然而臺灣淡水魚類的物種生存及生態現

況，包括我們臺灣河海間，洄游的原生淡水鳗魚類群，在現在日漸惡化的淡水水域

環境之下，確實也受到空前的生存危機。近十多年來，中低海拔區的溪流水系之原

生棲地環境，飽受山坡地開發、築壩、築堤等工程改變及嚴重河岸地的過度開發

，土石泥流的干擾與水患，並且特別是平原的中下游溪河棲地等，因人為過度開發

，受到嚴重的破壞及干擾，甚至整地填平而消失。並且在現今都會鄉鎮及工業發展

的壓力下，許 6 多臺灣西部溪流及河川水系已受到嚴重的污染。進而造成許多中低

海拔的原生淡水魚種群聚數量減少，甚至消失絕跡。基於上述個項原因，鰻魚資源

的正確評估及未來保育措施的推行，都顯得更加重要。預期本期共四年的南北東西

部等與離島的各代表水系之鰻魚資源調查與評估，來提供產業之原生資源保育之參

考。同時期望能深入瞭解淡水鰻魚等魚種的生活史與自然生態趨性為何，自然族群

的比例為何，以科學依據來進行相關魚種保育措施，以確保其自然生態資源，都能

夠在這塊土地上永續地生生不息。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重要工作主要方法及步驟 

（1）委託計劃報告及相關文獻蒐集：本年度將彙整臺灣南部之淡水魚類資源的計劃

與調查報告，並分析各報告資料的有效背景資訊，並作出總綜合整理，與今年的淡

水鰻魚群聚現況資訊的追蹤與整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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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野外魚類群聚及生態調查：淡水魚類之採集方法有許多種不同的方式，包括於

河川、湖泊及野塘的岸邊觀察法、垂釣法、網捕法與電魚法等屬於台灣水域較具有

代表性的方法，其中以網捕法與電魚法等為近年來，最常被使用之採集法，因為於

沿岸1 m淺的水體之內，具有高效率的捕獲率及便利性，以具備更完整之魚類群聚調

查。故本調查將在申請許可之後，採用電魚法進行淡水魚類生態調查方法，再輔以

其它所列出之採捕方式進行。  

i. 岸邊觀察及手抄網採集：在水質條件之較為清澈水體環境，可以採用岸邊直接觀

察的方式，與直接利用手抄網作撈捕採集的方式，以直接採集幼體來估計幼魚來游

群數量等。 

 ii.網捕法：（手投網及刺網）在溪岸邊以手投網的採捕方式，田野調查人員，以

徒手來投擲入水潭中採集，以採獲不同水體的淡水魚類樣本。  

iii.電魚法：電魚法是以電力形成電場進行捕捉魚類，背負式電魚法多使用於溪流

中上游之可涉水河段，在中下游河段內，進行魚類採集，採集時可以固定河段長度

作為採集範圍，採集時使用之時間，可利用以計算單位時間之捕獲量。台灣常用之

電魚器具為背負式電魚器，即可背負於使用者背部運動之電魚器具，包括變壓器、8

V 或 12 V 之蓄電池、與長 1.5 至 2 公尺之陰極與陽極之電極棒。電力來源有來

自於蓄電池的直流電與國外較常用之交流發電機之交流電兩種，採集時由發電機或

蓄電池產生電流，經由變壓器，在兩極間產生電流迴路，形成電場，經過電場的魚

類即受電擊而呈現昏迷或死亡之狀態。背負式電魚器採集，可以適用於不同棲地

，但需一人操作電魚器，並以間歇式放電儘量降低對魚體之傷害，後方則另需一至

二人協助採集被電昏之魚隻，在河段中，通常由下游往上游以〝 Z〞字型前進，來

進行野外調查。魚體的標準體長（Standard Length）的測定，則是利用游標尺現場

作測量，最小刻度為 0.1釐米（mm）。魚類生態習性除記錄現地調查所見者（實際

調查水深、流速、底質、水質），亦將配合訪談及鄰近河川水體既有調查資料，再

做整合性之分析。每次採集所得之各類群水生生物種數、體長組成、總數量等來求

出一系列之物種歧異度指數（Species Diversity Indices），用以描述不同樣站間

或同一樣站不同季節的魚類群聚結構與歧異程度。 

（3）幼魚類回溯期觀察利用沿岸觀察及浮潛觀察的方式，瞭解野外現地的鰻魚之仔

稚魚出現期間作記錄，作為未來淡水鰻魚之魚類生態保育工作，與其之生殖生物學

的重要參考依據。 

（4）水文環境因子測定 

 i. 棲所底質環境：記錄調查棲所的底質環境特性，並瞭解物種出現頻度與底質特

性的相互關係。 

 i i . 水質環境因子：於調查樣區中，任選水表層之三個採樣點，以Conductivity

Meter測量現場的水溫（ Water Temperature）、導電度 （Conductivity）、總懸

浮固體量（ TDS,WTW-LF330）；並以濁度計來測量水中濁度值 (  Turbidity，

QUALYTIC PC Compact)；以 pH Meter測量酸鹼值（ pH，Suntex TS-1）等水質環境

因子。 

（5）調查樣站之規劃：本年度之野外魚類調查，將包括南臺灣附近溪流的樣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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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至少達10個固定採樣點，並且以每季一次的頻度為原則，其它台灣南部區系等

(包括有：屏東縣、台東縣等)規劃各獨立入海溪流，將會設定有「河口區」之採樣

點。 

 2.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解決途徑 

（1）台灣淡水鰻魚資源，早已經面臨嚴重的棲所環境大量消失等生態困境，加上現

今已經受到大量的外來魚種繁生威脅，使得原生棲息水體大量減少。淡水鰻魚野外

族群預估將會偏低很多，因此各樣站野外調查工作，都會花更多時間，才能完成少

部份資料的彙集。 

（2）採集用之網具，會因為如枯枝、廢棄物等障礙物，將會造成手投網等漁具極大

的耗損率，都會增加採集的困難度以及多套網具使用之成本。  

3.重要儀器及設備之配合使用情形 

（1）水文檢測之相關儀器，用以測定相關水文環境因子者，要維持保養妥當，以維

繫各相關因子測定的穩定性與品質。 

（2）魚類電捕器應適當保養及預先測試，以維持野外採樣的品質，以及相關的漏電

防護等維持工作人員野外採捕的安全。 

（3）筆記型電腦可輔助記載野外採集之數值資訊，以及數位相機野外影像資料之匯

整，與存取之順利推動與進行。  

 

 

五、結果與討論：

(一)、 臺灣東部流域的水域棲地與河川特性。 本年度調查台灣東南部流域包含大

竹溪、金崙溪及知本溪。大竹溪上游測站主要為 岩石 底質及礫石、泥沙混合，河

域被切為數條細小支流，中游、下游測站皆為礫石、泥沙為主的混合底質，中下游

水湍急而淺。然而，第一季到第四季，大竹溪三個樣站中有兩個樣站之溪流環境明

顯改變。我們發現大竹溪上游樣站的溪道被改變，原本有溪水的地方被泥沙填平

，原本岸邊有許多的植物也都不見；大竹溪下游部分，原本有溪水的地方也一樣都

被泥沙填平，溪流樣貌劇烈改變，導致整個環境生態被破壞。金崙溪上游測站為岩

石底質，水量充裕但今年之河道明變淺。中游測站為礫石地形，下游測站則以礫石

混合泥沙為主。原本金崙溪水系是全部今年樣區溪流中，棲地最優化的環境，以往

約10年前的野外採捕紀錄裡，鱸鰻的採獲率是100%，而且單一樣站的捕獲尾數都有

3-10左右之往日榮景。然而，第一季到第四季，金崙溪三個樣站中有兩個樣站之溪

流環境明顯改變。上游部分，由於工程開挖之因素，溪流之環境生態遭受破壞；下

游部分，可能因為人為或天災，原本有溪水的地方被泥沙填平，主要溪道離岸邊更

遠，因為各種因素，金崙溪的溪游樣貌劇烈改變，導致整個環境生態被破壞。知本

溪上游由泥沙礫石為主，由於沿岸工程開發堆積砂石使河道彎曲且淺，中游由礫石

及砂石為主，下游除了礫石沙土外，散佈較多大塊岩石；利嘉溪由於旱季及工程開

挖的因素，除人為開挖之高溫溫泉水潭外，在第一季時上中下游流域皆無水，故無

進行生態採集探查，而旁邊有砂石業者，因此溪流中有部分大型機具運作的痕跡。

知本溪樣站溪床結構環境，第二季至第四季調查時，都有明顯改變。上游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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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道有明顯變寬，且水流量大；中游部分，溪道原本離岸較近，卻改道變成離岸

較遠處，且原本有水的地方被泥沙填平，沿岸都有開挖的痕跡；最後下游部分，溪

道原本離岸較遠變成離岸較近，且水流增強，沿岸都有開挖的痕跡，所以知本溪的

環境生態被嚴重破壞。有此可見，因為強降雨與颱風登陸等，以及人為工程破壞因

素，因而導致大竹溪、金崙溪及知本溪的溪流環境被改變與破壞，原本從底質方面

三條溪流均具有適合淡水鰻魚的棲地條件，演變成現今台東這三條溪流中，下半年

裡，幾乎看不見鰻魚的蹤跡。 

(二)、本年度各溪流樣站間水文環境特性變化 105年度於各個樣站所測的水文資料

包括Flow velocity(m/s)、水溫(°C)、DO (mg/L)、CD (μs/cm)、COD (mg/L)、

pH、Salt (‰)、BOD 5(mg/L)、SS (mg/L)、NH3-N (ppm)，透過監測上述水文環境

，便可計算出RPI，以便瞭解溪流水文概況。1.Flow velocity: 各樣站溪水的流速

差異不大，皆隨著季節逐漸上升，因為到了秋冬季節，東北季風使台東長時間的下

雨，水量增加導致流速逐季上升。2.水溫: 各樣站溪水的水溫差異不大，從第一季

到第三季逐季上升，而到了第四季台灣開始吹起東北季風，各樣站的溫度降低許多

，達到一個最低溫狀態。3.DO: 除了大竹溪上游樣站、知本溪中游樣站及知本溪下

游樣站溶氧量有明顯差異外，各樣站溪流溶氧量差異不大，造成明顯差異的原因可

能是測量儀器造成的誤差，或是水中的營養鹽過於豐富所造成，如果有此狀況可能

是水質惡化的警訊，其餘的樣站水中溶氧量都呈現一個穩定的趨勢。4.CD: 各溪流

樣站水中導電度差異不大，都呈現同一趨勢，在第二季時水中導電度較其他季別高

，可能是因為水中的解離的離子較多，且第二季屬於夏天的部分，水溫較高所導致

。5.COD: 各樣站溪水的化學需氧量差異不大，而在第一季及大竹溪上游第三季的化

學需氧量比其他季節普遍偏高，原因可能是水中的有機物過多時會消耗水中大量氧

氣，所以相對這些化學需氧量過高的季別，水中溶氧量也相對較低，而造成水中汙

染有許多是這些有機物所造成，所以要特別注意此問題。6.pH: 各樣站溪水的pH質

差異不大，只有在第三季時水中pH偏低，使水質酸化的原因很多，如被分解的動植

物產生的有機酸、水質優養化等，如果pH小於5時，容易造成水中的生物死亡。

7.Salt: 各樣站溪水除了第三季知本溪下游有測量到0.2 ‰，其餘樣站的鹽度為0。

8.BOD 5 : 各樣站溪水的生化需氧量呈現不穩定趨勢，第四季的生化需氧量較第一

季來的高，可能是因為水中的有機物過多，微生物分解有機物時需消耗大量氧氣所

造成。9.SS: 各樣站溪水中的懸浮固體隨著季別而上升，造成此情況的原因可能是

因為水中會因攪動或流動造成懸浮的有機或無機性顆粒過多，在各樣站隨著季節有

颱風或是人為工程開挖所造成懸浮固體過高，懸浮固體過高可能會影響光線在水中

的穿透力等問題，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10. NH3-N: 各樣站溪流所測得水中胺

氮皆為0。 RPI: 在大竹溪部分所計算出的RPI皆屬於為無汙染狀態；金崙溪部分所

計算出的RPI除了下游樣站的第三季及第四季屬於輕度污染外，其餘季別月份皆無汙

染狀態；知本溪部分所計算出的RPI除了下游樣站的第三季及第四季屬於中度汙染外

，其餘月份季別皆無汙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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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本年度於大竹溪、金崙溪及知本溪共採集到4科8屬8種301尾魚類，本次調查之溪流

皆無入侵外來種，各樣站測得之水文資料中發現有些季別屬於輕度及中度汙染狀態

，可能是因為該溪流有工程開挖以及天然災害所影響，造成某些監測項目數值過高

，這些未來都必須持續監測、規劃及執行解決辦法，才能使這三條溪流的環境生態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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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島的溪流河川孕育有高多樣性與特有性的淡水魚類。近十多年來，中低

海拔區的溪流原生棲地因人為開發破壞或外來魚種入侵等，對許多臺灣本土淡水

魚類造成嚴重的破壞及干擾。因此，如何能加速進行臺灣本島之淡水魚類物種以

及經濟魚種現況調查與追蹤，實有其迫切性。本年度計畫調查區域為台東的大竹

溪、金崙溪與及本溪等水系。調查記錄的項目包含水質與水文調查，並以電捕法

進行溪流魚類群聚調查工作。105年度調查結果發現，共採集到4科8屬8種301個體

的魚類，本年度無捕捉到外來魚種，顯示台東地區河川保育仍維持相當程度的原

生自然條件，使本土魚種依舊可以生存，但由於第二季開始，人為工程開挖以及

風災豪雨等的肆虐，已經使得台東這些溪流的樣貌改變，整體的溪流生態環境已

遭受破壞，必須規劃及實棲地改善措施，才能避免生態環境與現有資源持續惡化，

這些都是當今必要的課題。在總魚種組成之中，日本瓢鰭鰕虎共採獲達203尾，是

最為優勢魚種，佔了所有採獲量的67.9％；其次為粗首馬口鱲，共採獲62尾，佔

21%。本年度鰻魚資源調查結果顯示，在四季所有樣站中，共採獲鰻鱺科鱸鰻2尾，

平均體長為15.3 cm，仍屬於成長中的小型鱸鰻。水質檢測部分，各樣站測得料中，

僅很少數季別屬於輕度及中度汙染狀態。  

整體而言，本年度調查現存鰻魚之總族群量仍為極低，雖本次調查之溪流，

並無美非洲之外來種魚類侵入的跡象，但仍應持續關注及監控現有族群及棲地改

善之保育措施。 

 

關鍵詞：淡水魚類；魚類保育；淡水鳗；鱸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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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abitats of streams & rivers in Taiwan comprise highly species diverse and 

endemic freshwater fishes. In recent decades, the ecological status of freshwater fishes 

has been destoried by human impact and invasive fish species. There are three drainages 

including Dar-ju, King-lun, and Ji-ben rivers in Taitung County. The records including 

water quality &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s well as fish resources monitoring via 

eletro-fishing would be conducted in this year. Totally 4 families 8 genera 301 speci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survey. The great human impact and several floodings would make 

mainly damages of the fish populations from the last summer should seriously concern.  

There are only 2 fish of A. marmorata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his year. The overall 

population size should be kept for monitoring.  

 

Keywords: freshwater fishes; fish conservation; freshwater eel; A. mamo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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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與計畫目標 

背景與問題分析及計畫目的 

臺灣島上據有極為豐沛的自然資源，淡水的溪流河川裡，也孕育有

頗高多樣性與特有的淡水魚類。包括有：純淡水魚類(或初級淡水魚)，

或河口周緣性淡水魚與兩側洄游型魚類，主要包括有鰕虎魚類與淡水

鳗魚等類群。臺灣淡水魚類物種的生存及生態現況，近十多年來，中

低海拔區的溪流原生棲地環境，受山坡地開發、築壩、築堤等工程改

變及嚴重土石泥流的破壞，平原的野生水域自然棲地也因人為開發，

造成嚴重的破壞及干擾。大多數現存的低海拔棲地，也正飽受外來慈

鯛科(Cichlidae)及鱧科(Channidae)入侵魚種的捕食與競爭，使得許多臺

灣淡水魚類物種現生族群，仍然面臨不少的威脅。因此，如何能加速

進行及深入地投入臺灣本島之淡水魚類物種以及經濟魚種的資源現況

調查與追蹤，實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 

依據臺灣淡水魚類名錄總整理的結果，若扣除外來種累計淡水及河

口魚類，至少共計可達58科265種的原生淡水魚類。其中，最大種類歧

異度的類群，為鰕虎科魚類(Gobiidae)，至少可高達75種，佔全臺灣之

原生魚種的32 %。其次為臺灣純淡水魚類之最大的類群：鯉科魚類

(Cyprinidae)，至少可達33種之原生魚種，佔原生魚種的14 %。如以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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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或初級淡水魚，或河口或次級淡水魚含兩向洄游性魚來區分，則

在265種魚類中，總共有65種純淡水魚100種河口或洄游魚類。若以臺

灣特有種魚類之種類組成而言，目前統計至少42種的臺灣特有種魚

類，其中鯉科魚類共計有17種為最多，鰕虎科魚類共計有10種居次，

爬鰍科魚類5種則居於第三。另外，近來對於臺灣的外來魚種研究顯

示，臺灣水域的外來入侵淡水魚類12 科 37 種。在相關臺灣淡水與河

口鰕虎魚類之研究中，鰕虎科魚類，共可累計高達75種，包含有10 種

以上特有魚類，淡水及河口最多魚種類的類群。 

淡水鰻魚(freshwater eel, Anguilla spp.) 是台灣屬於兩側洄游性魚類

(Diadromous fishes)中降河產卵洄游性魚類(Catadromous fishes)類群的

一個重要組成。淡水鰻魚其中的日本鰻(日本鰻)，同時也是國內最為重

要的經濟養殖魚類。然而臺灣淡水魚類的物種生存及生態現況，包括

我們臺灣河海間，洄游的原生淡水鳗魚類群，在現在日漸惡化的淡水

水域環境之下，確實也受到空前的生存危機。近十多年來，中低海拔

區的溪流水系之原生棲地環境，飽受山坡地開發、築壩、築堤等工程

改變及嚴重河岸地的過度開發，土石泥流的干擾與水患，並且特別是

平原的中下游溪河棲地等，因人為過度開發，受到嚴重的破壞及干擾，

甚至整地填平而消失。並且在現今都會鄉鎮及工業發展的壓力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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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臺灣西部溪流及河川水系已受到嚴重的污染。進而造成許多中低海

拔的原生淡水魚種群聚數量減少，甚至消失絕跡。基於上述個項原因，

鰻魚資源的正確評估及未來保育措施的推行，都顯得更加重要。預期

本期共四年的南北東西部等與離島的各代表水系之鰻魚資源調查與評

估，來提供產業之原生資源保育之參考。同時期望能深入瞭解淡水鰻

魚等魚種的生活史與自然生態趨性為何，自然族群的比例為何，以科

學依據來進行相關魚種保育措施，以確保其自然生態資源，都能夠在

這塊土地上永續地生生不息。 

前人研究概況： 

在國內的基礎研究上，從未直接啟動對於淡水鰻魚資源調查的專項

計劃，現今在水生生物資源大量利用的情勢與干擾之情形下，對於原

生鰻魚的族群數量，仍幾乎無直接數據可作參考。如今為何需啟動臺

灣鰻魚資源調查研究呢？其面臨到群聚資源未來可能全面崩解的危機

如下：(1)鰻魚種苗無法大量人工繁殖，此皆需要捕撈野外鰻苗作為養

殖來源，直接衝擊野外的有效之成長繁殖族群。(2)野生洄游鰻苗的大

量減產，也正反應出野外成功繁殖之鰻苗已大量減少。(3)保育類魚種

的鱸鰻解禁後的野外族群狀況未曾評析，應再加強瞭解現有族群概

況。(4)本土溪流原生自然棲地的大量破壞，人工修建的壩體過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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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阻斷鰻魚溯入與成長的淡水溪河之棲地環境。(5)許多河川中下游

汙染水質惡化，海域原生鰻魚苗無法成功地回溯游入溪河中。(6)大多

數的現存低海拔棲地飽受大量的外來入侵魚類威脅與競爭，使許多原

生魚類正面臨空前嚴峻的群聚生態破壞與族群瀕危威脅。 

在臺灣原產淡水鰻魚的種類中，以日本鰻(日本鰻)與鱸鰻這兩個種

類較為常見，另外有較為罕見的太平洋雙色鰻(赤鬚仔)，以及最近剛被

學界發表的僅見於南臺灣少數區域之呂宋鰻(黃氏鰻)等，總共計錄有4

種淡水鰻魚。所有相關養殖生物學的研究以日本鰻研究較多，但對於

整體自然分佈調查與棲地研究則較少。 

全程目標： 

(1)總目標： 

將以針對臺灣淡水鰻魚自然生態物種資源現況，彙整台灣地區溪

流、河川及離島淡水魚類資源之相關調查報告與文獻，完成為期四年

的重點溪流進行淡水鰻魚資源現況普查工作，構建出淡水鰻魚生態資

訊現況與調查之資料庫。 

(2)105年度工作目標： 

計畫進入第2年，本年度105年將彙整台灣東部水系淡水魚與鰻魚等

之調查報告，並於105年間進行台灣東部鰻魚現況普查工作及評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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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行之鰻魚生態保育建議。 

本年度目標： 

a. 選擇臺灣東部水系(台東縣3條獨立溪流)，進行魚類資源現勘與棲地

示範復育規畫之重點溪流。瞭解水域棲地與河川特性。 

b. 瞭解臺灣東部水系(台東縣3條獨立溪流)的幼鰻與成鰻偏好的主要

溪河水域棲地與海拔特性為何。 

c. 瞭解臺灣東部水系(台東縣3條獨立溪流)各主要原生鰻魚族群與棲地

復育之關鍵水域環境限制因子為何。研擬規劃改善的因應配合措施。 

d. 瞭解東部水系(台東縣3條獨立溪流)鰻魚因受棲地受人為干擾，水體

污染與築壩破壞溯游生活史的限制洄游路徑等等因子，列出待改善的

未來因應之規劃。 

e. 研究分析出東部水系(台東縣3條獨立溪流)棲地復育與鰻魚資源特性

與比例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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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及方法 

(一)、重要工作主要方法及步驟 

1. 委託計劃報告及相關文獻蒐集： 

本年度將彙整臺灣東部水系之淡水魚類資源調查報告，並分析各報

告資料的有效背景資訊，並作出總綜合整理，與今年的淡水鰻魚群聚

現況資訊的追蹤與整體分析。 

 

2. 野外魚類群聚及生態常使用的調查方法： 

淡水魚類之採集方法有許多種不同的方式，包括於河川、湖泊及野

塘的岸邊觀察法、垂釣法、網捕法與電魚法等屬於台灣水域較具有代

表性的方法，其中以網捕法與電魚法等為近年來，最常被使用之採集

法，因為於沿岸1 m淺的水體之內，具有高效率的捕獲率及便利性，以

具備更完整之魚類群聚調查。故本調查將在申請許可之後，主要採用

電魚法進行淡水魚類生態調查方法，若有其他需要，再輔以其它所列

出之採捕方式進行。 

   (1).岸邊觀察及手抄網採集 

    在水質條件之較為清澈水體環境，可以採用岸邊直接觀察    

的方式，與直接利用手抄網作撈捕採集的方式，以避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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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魚種受到干擾，而無法正確的調查記錄到。 

   (2).網捕法：（手投網及刺網） 

    在湖沼或溪岸邊以手投網的採捕方式，徒手投擲入潭中採 

集，以採捕不同水體的淡水魚類樣本。 

   (3).誘捕法：(大部分以此方法採集) 

    在魚籠中，放入誘捕之餌料，以吸引中小型魚類進入籠具 

中作採集，以觀測更加完整的湖泊、野塘的緩水域淡水魚類。 

   (4).電魚法：  

    電魚法是以電力形成電場進行捕捉魚類，背負式電魚法多 

使用於溪流中上游之可涉水河段，在中下游河段、湖泊與水庫 

內，國外可利用電魚船，進行魚類採集，採集時可以固定河段 

長度作為採集範圍，採集時使用之時間，可利用以計算單位時 

間之捕獲量。台灣常用之電魚器具為背負式電魚器，即可背負 

於使用者背部運動之電魚器具，包括變壓器、8 V 或 12 V 之   

蓄電池、與長 1.5 至 2 公尺之陰極與陽極之電極棒。電力來  

源有來自於蓄電池的直流電與國外較常用之交流發電機之交 

流電兩種，採集時由發電機或蓄電池產生電流，經由變壓器，  

在兩極間產生電流迴路，形成電場，經過電場的魚類即受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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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呈現昏迷或死亡之狀態。背負式電魚器採集，可以適用於不  

同棲地，但需一人操作電魚器，並以間歇式放電儘量降低對魚   

體之傷害，後方則另需一至二人協助採集被電昏之魚隻，在河  

段中，通常由下游往上游以〝 Z〞字型前進，來進行野外調查。 

 

3. 捕獲魚體之體長計算： 

    魚體的標準體長（Standard Length）的測定，則是利用游  

標尺現場作測量，最小刻度為 0.1 釐米（mm）。 

 

4. 水文環境調查： 

(1) 河寬： 

將 100 公尺調查樣區河段，分成上、中、下三部分，分別測量河

寬並求其平均值。若水位較高時，則測量 1/3 河寬再估總河寬，或測

量溪流上方橋身之長度。 

(2) 水深： 

將河寬分成三等份，分別於 1/3、1/2、2/3 河寬位置處測量水深。 

(3) 水質條件： 

於 100 公尺調查樣區河段中，任選兩點，以 conductivity meter 

(WTW Cond 330i) 測量水溫、導電度、總懸浮固體量(TDS)；以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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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 (YSI 52) 測量溶氧量(DO)；以 pH meter (HACH sension1) 測量

酸鹼值(pH)；以簡易試劑測量化學需氧量(COD)，以作為即時有機污

染之判定依據。 

- 24 -
1051494

http://www.coa.gov.tw


 

5. 調查樣站之規劃： 

本年度之野外魚類調查，將包括以台東縣東部水系為主體溪流的樣

站。共計至少達9個固定採樣點，並且以每季一次的頻度為原則之採樣

規劃。各獨立入海溪流，將會設定有接近「河口區」之採樣點。 

 

6. 計算多樣性 指數 (diversity index)： 

根據種數、個體數、總個體數等數值，將每次採集所得的各類群

水生生物的數據，帶入以下敘述之公式計算將求得下列 4 項多樣性指

數，依據數值將顯現出不同採樣點的水生生物族群數量以及族群間比

例所表現之生物多樣性，倘若生物多樣性越高，則表示該群聚中物種

豐富度較高，各物種的個體數分配較均勻。本調查所採用之 4 項多樣

性指數及其計算方式分述如下：  

(1) 豐富度指數 (richness index, RI) 

指數可表現物種數量的豐富程度。 

RI = (S - 1) / ln(N) 

S：物種數  N：總個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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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辛普森多樣性指數 (Simpson’s diversity index, SI) 

該指數可表現群聚結構中，數量較多的物種所佔有優勢的程度。因此，

該指數越高，相對的多樣性即越低。 

SI = Σ (ni / N)2 

ni：物種的個體數  N：總個體數 

(3) 香農－威納多樣性指數 (Shannon - Weaver diversity index, H’) 

該指數可同時表現 a. 物種數目，即豐富度；b. 各物種中個體數分配

的均勻性。當 H’ = 0 時，表示此樣區只有一種物種；物種愈多，個體

數越平均時，H’愈大。 

H’ = - Σ (ni / N) log(ni / N) 

ni：物種的個體數  N：總個體數 

(4) 均勻度指數 (evenness index, EI) 

該指數可表現群聚結構中，個體數在各物種間分布的均勻程度。 

EI = H’ / ln(S) 

H’：Shannon - Weaver diversity index 

S：物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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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本計畫研究的主要方向，為瞭解河川目前溪流生態之水文及棲地基

本資料，調查台東縣的大竹溪、金崙溪與知本溪的溪流魚類與鰻魚族

群，並且同時瞭解該3條溪流中，淡水魚類之物種群聚組成現況、相對

豐度、多樣性指數等，以及基本水質水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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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年度野外魚類採樣點的選定規劃 

本年度計畫研究之採樣點，選定為位在台東縣的3條溪流水系，為

初步評估具備鰻魚棲息環境條件的溪流，預期建立各河流域生態資源

的現況之評估。 

各流域樣點分別為： 

1. 大竹溪 (主流源於大里力山)。 

2. 金崙溪 (主流源於衣丁山)。 

3. 知本溪 (主流源於霧頭山東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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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竹溪 

(A1) 上游樣站—新興橋，海拔 189  M。 

(A2) 中游樣站—舊新興橋，海拔 131 M。 

(A3) 下游樣站—溪蒲橋方，海拔 17 M。 

 

(B) 金崙溪 

(B1) 上游樣站—石梯，海拔 78 M。 

(B2) 中游樣站—賓茂三號橋，45 M。 

(B3) 下游樣站—虷仔崙橋，海拔 8 M。 

 

(C) 知本溪 

(C1) 上游樣站—勇男橋，海拔 59 M。 

(C2) 中游樣站—木瓜溪口，海拔 40 M。 

(C3) 下游樣站—新知本大橋，海拔 2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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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調查頻度與調查月份： 

本年度期末調查已完成分析之月別如下： 

第一季調查時程：105年 4月份。 

第二季調查時程：105年 7月份。 

第三季調查時程：105年 9月份。 

第四季調查時程：105年11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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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竹溪、金崙溪及知本溪調查樣站之環境與水文資料： 

1. 各樣站環境與水文調查結果 

(A) 大竹溪 

(A1) 上游樣站－新興橋 

此測站河寬窄、水量小，底質為石塊與泥沙混合，河邊雜草叢生，

其溪寬: 48 m (溪水寬: 7 m)，溪深: 0.21 m，水文資料為： 

第一季- 水溫: 22.7 ℃，pH: 7.48， 導電度: 65 μS/cm， DO: 4.8 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1.50 mg/L，SS：0.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以 A1

屬於未受汙染。 

第二季- 水溫: 25.3 ℃，pH: 8.18， 導電度: 320 μS/cm， DO: 6.3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0.50 mg/L，SS：3.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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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以 A1

屬於未受汙染。 

第三季- 水溫: 26.3 ℃，pH: 7.14，導電度: 272 μS/cm，DO: 13.4 mg/L，

COD: 2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

（未受汙染）。BOD5：2.50 mg/L，SS：0.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A1

屬於未受汙染。 

第四季- 水溫: 22.8 ℃，pH: 7.80，導電度: 209 μS/cm，DO: 7.1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未

受汙染）。BOD5：1.90 mg/L，SS：5.00 mg/L，氨氮：0.00 mg/L，

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評分)：1 分，

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A1 屬於未受

汙染。 

(A2) 中游樣站－舊新興橋 

此測站底質為石塊與泥沙混合，水流較為集中且湍急，溪寬: 5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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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寬:17 m)，溪深: 0.58 m，水文資料為： 

第一季- 水溫: 23.5 ℃， pH: 7.61，，導電度: 98 μS/cm，DO: 6.4 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1.60 mg/L，SS：3.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以 A2

屬於未受汙染。 

第二季- 水溫: 24.8 ℃， pH: 8.14，導電度: 332 μS/cm，DO: 6.8 mg/L，

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

（未受汙染）。BOD5：1.30 mg/L，SS：2.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A2

屬於未受汙染。 

第三季- 水溫: 25.9 ℃， pH: 7.31，導電度: 259 μS/cm，DO: 3.7 mg/L，

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2.25

（輕度汙染）。BOD5：2.10 mg/L，SS：8.00 mg/L，氨氮：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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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6 分，點數二(由 BOD5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2.25 分，所以 A2

屬於輕度汙染。 

第四季- 水溫: 22.6 ℃， pH: 7.87，導電度: 221 μS/cm，DO: 7.4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未

受汙染）。BOD5：2.10 mg/L，SS：16.00 mg/L，氨氮：0.00 mg/L，

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評分)：1 分，

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A2 屬於未受

汙染。 

(A3) 下游樣站－溪蒲橋 

此測站底質以礫石為主，有大有小，河床雖寬但水流較為集中且

湍急，溪寬: 58 m (溪水寬:15m)，溪深: 0.55 m，水文資料為： 

第一季- 水溫: 25.4 ℃，pH: 8.19， 導電度: 49 μS/cm， DO: 6.1 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0.00 mg/L，SS：5.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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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以 A3

屬於未受汙染。 

第二季- 水溫: 24.9 ℃，pH: 8.43， 導電度: 303 μS/cm， DO: 5.9 mg/L，

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0.00 mg/L，SS：4.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

以 A3 屬於未受汙染。 

第三季- 水溫: 25.5 ℃，pH: 5.50， 導電度: 265 μS/cm， DO: 1.5 mg/L，

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3.25

（中度汙染）。BOD5：2.10 mg/L，SS：11.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0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3.25 分，

所以 A3 屬於中度汙染。 

第四季- 水溫: 22.3 ℃，pH: 7.96， 導電度: 207 μS/cm， DO: 8.8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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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未

受汙染）。BOD5：1.80 mg/L，SS：1.00 mg/L，氨氮：0.00 mg/L，

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

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A3 屬於未受

汙染。 

(B) 金崙溪 

(B1) 上游樣站－石梯 

此測站於山谷中，底質為泥沙與礫石混合，河床頻坦但水流集中

且湍急，溪寬: 35 m (溪水寬:3 m)，溪深: 0.27 m，水文資料為： 

第一季- 水溫: 24.2 ℃，pH: 7.61，導電度: 94 μS/cm， DO: 7.2 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

（未受汙染）。BOD5：1.20 mg/L，SS：2.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

以 B1 屬於未受汙染。 

第二季- 水溫: 26.8 ℃，pH: 7.84，導電度: 402 μS/cm，DO: 5.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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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1.80 mg/L，SS：3.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4(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

以 B1 屬於未受汙染。 

第三季- 水溫: 26.0 ℃，pH: 7.48，導電度: 282 μS/cm，DO: 6.7 mg/L，

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

（未受汙染）。BOD5：1.40 mg/L，SS：9.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

以 B1 屬於未受汙染。 

第四季- 水溫: 22.1℃，pH: 7.92，導電度: 274 μS/cm，DO: 7.1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未

受汙染）。BOD5：1.50 mg/L，SS：1.00 mg/L，氨氮：0.00 mg/L，

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

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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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B1 屬於未受

汙染。 

(B2) 中游樣站－賓茂三號橋 

此測站底質為泥沙與礫石混合，水流集中且湍急，溪寬: 125 m (溪

水寬:25 m)，溪深: 0.42 m，水文資料： 

第一季- 水溫: 24.7 ℃，pH: 7.32， 導電度: 89 μS/cm，DO: 7.8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

（未受汙染）。BOD5：2.30 mg/L，SS：0.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

以 B2 屬於未受汙染。 

第二季- 水溫: 26.8 ℃，pH: 7.41，導電度:475 μS/cm，DO: 5.2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未

受汙染）。BOD5：2.50 mg/L，SS：2.00 mg/L，氨氮：0.00 mg/L，

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

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以 B2 屬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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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汙染。 

第三季- 水溫: 24.5 ℃，pH: 8.06，導電度:253 μS/cm，DO: 5.5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2（未

受汙染）。BOD5：4.20 mg/L，SS：0.00 mg/L，氨氮：0.00 mg/L，

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3 分，

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2 分，所以 B2 屬於未受

汙染。 

第四季- 水溫: 22.0 ℃，pH: 7.90，導電度:212 μS/cm，DO: 9.0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3.60 mg/L，SS：0.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3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

以 B2 屬於未受汙染。 

(B3) 下游樣站－虷仔崙橋 

此樣河道雖寬，但多為裸露的河床，流水非常集中且略為湍急，

底質以鵝卵石為主，溪寬: 290 m (溪水寬:7 m)，溪深: 0.42 m，水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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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為： 

第一季- 水溫: 24.7 ℃， pH: 7.32，導電度: 89 μS/cm， DO: 7.8 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

（未受汙染）。BOD5：0.5 mg/L，SS：0.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B3 屬

於未受汙染。 

第二季- 水溫: 26.8 ℃，pH: 8.18，導電度:327 μS/cm，DO: 5.7 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0.1 mg/L，SS：1.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以 B3

屬於未受汙染。 

第三季- 水溫: 27.6 ℃，pH: 5.64，導電度:307 μS/cm，DO: 4.4 mg/L，

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2.25

（輕度汙染）。BOD5：1.1 mg/L，SS：3.00 mg/L，氨氮：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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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6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2.25 分，所以 B3

屬於輕度汙染。 

第四季- 水溫: 22.0 ℃，pH: 7.92，導電度:238 μS/cm，DO: 8.4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2.25

（輕度汙染）。BOD5：1.8 mg/L，SS：68.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6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2.25 分，

所以 B3 屬於輕度汙染。 

知本溪 

(C1) 上游樣站－勇男橋 

本測站的河床寬但水量少且集中而流緩，底質為小礫石沙底混

合，此地有怪手工程進行，溪寬: 109 m (溪水寬:30 m )，溪深: 0.23 m，

水文資料為： 

第一季- 水溫 24.5 ℃，pH: 7.96，導電度:16 4 μS/cm，DO: 9.1 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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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汙染）。BOD5：1.5 mg/L，SS：0.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C1 屬

於未受汙染。 

第二季- 水溫 26.7 ℃，pH: 7.73，導電度:424 μS/cm，DO: 5.5 mg/L，

COD: 12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2.1 mg/L，SS：0.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以 C1

屬於未受汙染。 

第三季- 水溫 25.0 ℃，pH: 7.95，導電度:227 μS/cm，DO: 6.4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1.9 mg/L，SS：3.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以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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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未受汙染。 

第四季- 水溫 22.1 ℃，pH: 7.52，導電度:214 μS/cm，DO: 9.6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2.3 mg/L，SS：23.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3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

以 C1 屬於未受汙染。 

 (C2) 中游樣站－木瓜溪口  

本測站的河床寬，裸露出大部分的河床，河流分散流水略急，底

質為礫石與泥沙混合，溪寬: 146 m (溪水寬: 42 m)，溪深: 0.25 m，水

文資料為： 

第一季- 水溫: 25.2 ℃，pH: 7.61，導電度: 188 μS/cm，DO: 12.5 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

（未受汙染）。BOD5：2.3 mg/L，SS：0.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C2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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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受汙染。 

第二季- 水溫: 26.1 ℃，pH: 8.33，導電度: 363 μS/cm，DO: 6.2 mg/L，

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2

（未受汙染）。BOD5：3.4 mg/L，SS：0.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3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2 分，所以 C2 屬

於未受汙染。 

第三季- 水溫: 24.7 ℃，pH: 8.0，導電度: 319 μS/cm，DO: 5.6 mg/L，

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2.4 mg/L，SS：10.00 mg/L，氨氮：

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

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

以 C2 屬於未受汙染。 

第四季- 水溫: 22.4 ℃，pH: 7.51，導電度: 230 μS/cm，DO: 7.4 mg/L，

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2（未

受汙染）。BOD5：3.1 mg/L，SS：29.00 mg/L，氨氮：0.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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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3 分，

點數三(由 SS 評分)：3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2 分，所以 C2 屬於未受

汙染。 

(C3) 下游樣站－新知本大橋 

此測站河床寬，流水分散為多條細流，底質則以泥沙混合礫石為

主，溪寬: 176 m (溪水寬: 34 m)，溪深: 0.31 m，水文資料為： 

第一季- 水溫: 26.1℃，pH: 7.74，導電度: 197 μS/cm，DO: 13.3 mg/L，

COD: 13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

（未受汙染）。BOD5：1.5 mg/L，SS：4.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 分，所以 C3 屬

於未受汙染。 

第二季- 水溫: 26.4℃，pH: 8.32，導電度: 368 μS/cm，DO: 6.1 mg/L，

COD: 10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1.5

（未受汙染）。BOD5：2.6 mg/L，SS：6.00 mg/L，氨氮：0.00 

mg/L，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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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點數三(由 SS 評分)：1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1.5 分，所以 C3

屬於未受汙染。 

第三季- 水溫: 25.5℃，pH: 8.3，導電度: 329 μS/cm，DO: 5.0 mg/L，COD: 

10 mg/L，鹽度：0.20 ‰，氨氮：0.00 mg/L。RPI：4（中度

汙染）。BOD5：1.9 mg/L，SS：85.00 mg/L，氨氮：0.00 mg/L，

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3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6 分，

點數三(由 SS 評分)：6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4 分，所以 C3 屬於中度

汙染。 

第四季- 水溫: 22.7℃，pH: 8.3，導電度: 223 μS/cm，DO: 8.4 mg/L，COD: 

5 mg/L，鹽度：0.00 ‰，氨氮：0.00 mg/L。RPI：3.25（中度

汙染）。BOD5：2.6 mg/L，SS：116.00 mg/L，氨氮：0.00 mg/L，

點數一(由 DO 值評分)：1 分，點數二(由 BOD5 評分)：1 分，

點數三(由 SS 評分)：10 分，點數 1(由氨氮值評分)：1 分，

由 RPI 四項標準積分平均測得其值為：3.25 分，所以 C3 屬

於中度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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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樣站魚類採樣調查結果 

第一季- 於鰻魚資源調查所設立的 9 個調查樣站中，共採集到 3

科 7 屬 7 種 246 尾個體的魚類。本次調查採樣所發現的

陸封型初級原生淡水魚共計有 6 種，包括台灣石魚賓、

台灣馬口魚、臺灣白甲魚、粗首馬口鱲、大吻蝦虎；兩

側洄游與周緣性原生淡水魚有鱸鰻、日本瓢鰭鰕虎等 2

種；本季未紀錄到外來魚種。捕獲到鰻鱺科魚類共 2尾(佔

0.8%)，2 尾皆為鱸鰻。 

第二季- 於鰻魚資源調查所設立的 9 個調查樣站中，僅採集到 1

科 1 屬 1 種 10 尾個體的魚類，皆為日本瓢鰭鰕虎。 

第三季- 於鰻魚資源調查所設立的 9 個調查樣站中，共採集到 3

科 4 屬 5 種 34 尾個體的魚類。本次調查所發現的魚種包

括台灣馬口魚、粗首馬口鱲、大吻鰕虎、日本瓢鰭鰕虎、

曳絲鑽嘴魚，另外本季並無採獲鰻魚。 

第四季- 於鰻魚資源調查所設立的 9 個調查樣站中，共採集到 1

科 2 屬 2 種 11 尾個體的魚類。本次調查所發現的魚種為

大吻鰕虎及日本瓢鰭鰕虎，另外本季並無採獲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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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站採獲的魚種與組成分述如下： 

(A) 大竹溪 

第一季- 本溪流採獲 2 科 5 屬 6 種 93 尾之魚類。其中採獲魚種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69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74.19%)，

其次是粗首馬口鱲 14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5.10%)、臺

灣馬口魚 5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5.38%)、臺灣石魚賓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15%)、大吻蝦虎 2 尾(佔該樣站

捕獲魚類 2.15%)、臺灣白甲魚 1 尾(1.08%)。 

第二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第三季- 本溪流採獲 3 科 5 屬 5 種 10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種以日

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4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40%)，其次是

台灣馬口魚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0%)、大吻鰕虎 2 尾

(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0%)、粗首馬口鱲 1 尾(佔該樣站捕

獲魚類 10%)、曳絲鑽嘴魚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0%)，

該季別並無採獲任何鰻魚。 

第四季- 本溪流採獲 1 科 2 屬 2 種 6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種以日

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4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66.67%)，其

次是大吻鰕虎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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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上游樣站—新興橋 

第一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6 屬 6 種 31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種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18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58.06%)，

其次是粗口馬口鱲 6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9.35)、台灣

石魚賓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6.45%)、台灣馬口魚 2 尾

(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6.45%)、大吻鰕虎 2 尾(佔該樣站捕

獲魚類 6.45%)、台灣白甲魚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23%)。 

第二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第三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2 屬 3 種 7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種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4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57.14%)，

其次是台灣馬口魚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8.57%)、大

吻鰕虎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4.29)。 

第四季- 本樣站共採獲 1 科 2 屬 2 種 6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種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4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66.67%)，

其次是大吻鰕虎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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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中游樣站—舊新興橋 

第一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3 屬 3 種 42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3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76.19%)，

其次是粗首馬口鱲 7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6.67%)、台

灣馬口魚 3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7.14%)。 

第二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第三季- 本樣站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1 尾魚類。採獲魚類僅粗首

馬口鱲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00%)。 

第四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A3) 下游樣站—溪蒲橋 

第一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2 屬 2 種 20 尾魚類。採獲魚類以日本

瓢鰭鰕虎為最多 19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95%)，其次是

粗口馬口鱲(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5%)。 

第二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第三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2 屬 2 種 2 尾魚類。採獲魚類為大吻

鰕虎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50%)及曳絲鑽嘴魚 1 尾(佔

該樣站捕獲魚類 50%)。 

第四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 50 -
1051494

http://www.coa.gov.tw


 

 (B) 金崙溪 

第一季-  本溪流共採獲 3 科 7 屬 7 種 95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6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65.26%)，

其次是粗首馬口鱲 23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4.21%)、台

灣石魚賓 3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16%)、台灣馬口魚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11%)、台灣白甲魚 2 尾(佔該樣站

捕獲魚類 2.11)、大吻鰕虎 1 尾 (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05%)。另外本季有採獲鱸鰻(花鰻鱺)2 尾(佔該樣站捕獲

魚類 2.11%)。 

第二季-  本溪流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7 尾魚類，皆為日本瓢鰭鰕

虎。 

第三季-  本溪流共採獲 1 科 2 屬 2 種 16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1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75%)，其

次是大吻鰕虎(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5%)。 

第四季-  本溪流無採獲任何魚類。 

 

(B1) 上游樣站—石梯 

第一季- 本樣站共採獲 3 科 5 屬 5 種 27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粗首馬口鱲及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11 尾(佔該樣站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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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 40.74%)，其次是台灣石魚賓 3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

類 11.11%)、大吻鰕虎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70%)。

另外本季採獲鱸鰻(花鰻鱺)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70%)。 

第二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第三季- 本樣站共採獲 1 科 2 屬 2 種 14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1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85.71%)，其次

是大吻鰕虎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4.29%)。 

第四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B2) 中游樣站—賓茂三號橋 

第一季- 本樣站共採獲 3 科 5 屬 5 種 44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

以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32 尾 (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72.73%)，其次是粗首馬口鱲 7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5.91%)、台灣馬口魚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4.55%)、

台灣白甲魚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4.55%)。另外本季

採獲鱸鰻(花鰻鱺)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27%)。 

第二季- 本樣站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6 尾魚類，採獲魚類皆為日

本瓢鰭鰕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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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 本樣站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2 尾魚類。採獲魚類僅大吻

鰕虎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00%)。 

第四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B3) 下游樣站—虷仔崙橋 

第一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2 屬 2 種 24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19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79.17%)，

其次是粗首馬口鱲 5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0.83%)。 

第二季- 本樣站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1 尾魚類，採獲魚類皆為日

本瓢鰭鰕虎。 

第三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第四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C) 知本溪  

第一季- 本溪流共採獲 2 科 4 屬 4 種 58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36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62.07%)，

其次是粗首馬口鱲 19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2.76%)、台

灣白甲魚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45%)、台灣石魚賓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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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 本溪流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3 尾魚類，採獲魚類皆為日

本瓢鰭鰕虎。 

第三季- 本溪流共採獲 2 科 4 屬 4 種 8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粗首馬口鱲為最多 5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62.50%)，其

次是台灣馬口魚、大吻鰕虎、日本瓢鰭鰕虎皆為 1 尾(佔

該樣站捕獲魚類 12.50%)。 

第四季- 本溪流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5 尾魚類。採獲魚類皆為日

本瓢鰭鰕虎 5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00%)。 

 

(C1) 上游樣站—勇男橋 

第一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2 屬 2 種 15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粗首馬口鱲為最多 8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53.33%)，其

次是日本瓢鰭鰕虎 7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46.67%)。 

第二季- 本樣站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1 尾魚類。採獲魚類皆為日

本瓢鰭鰕虎 3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00%)。 

第三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3 屬 3 種 3 尾魚類。採獲魚類為台灣

馬口魚、粗首馬口鱲、大吻鰕虎皆為 1 尾(佔該樣站捕獲

魚類各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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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 本樣站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5 尾魚類。採獲魚類皆為日

本瓢鰭鰕虎 5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00%)。 

(C2) 中游樣站—木瓜溪口 

第一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4 屬 4 種 27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16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59.26%)，

其次是粗首馬口鱲 8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29.63%)、台

灣白甲魚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7.41%)、台灣石魚賓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70%) 

第二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第三季- 本樣站共採獲 1 科 1 屬 1 種 2 尾魚類。捕獲魚類皆為粗

首馬口鱲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00%)。 

第四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C3) 下游樣站—新知本大橋 

第一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2 屬 2 種 16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日本瓢鰭鰕虎為最多 13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81.25%)，

其次是粗首馬口鱲 3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18.75%)。 

第二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第三季- 本樣站共採獲 2 科 2 屬 2 種 3 尾魚類。其中採獲魚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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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首馬口鱲為最多 2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66.67%)，其

次是日本瓢鰭鰕虎 1 尾(佔該樣站捕獲魚類 33.33%)。 

第四季- 現場無採獲魚類。 

 

3. 比較104年前一年台灣南部水系各流域魚類統整調查結果 

本年度第一季於大竹溪、金崙溪及知本溪共採集到 3 科 7 屬 7 種

246 尾魚類，外來種魚類捕獲到 0 尾魚類(佔 0%)，此流域原生魚種尚

未受到外來魚種侵入。在這些魚種之中，日本瓢鰭鰕虎共計採獲 167

尾，是最為優勢的魚種，佔了所有採獲魚隻的 67.89％；其次則為粗首

馬口鱲，共採獲 56 尾，佔所有魚隻的 22.8%。但日本瓢鰭鰕虎及粗首

馬口鱲等淡水魚在台灣南部與東部溪流之中，是相當優勢的一群淡水

魚類，在三條溪流中，皆無發現外來種。但粗首馬口鱲屬於花東地區

引入種，已在台東形成穩定族群，調查到之魚種及數量偏少，推測是

因為旱季的影響，導致河川乾枯、河道縮減而導致造成部分魚種無法

生存，而整體的溪寬、溪深縮減，也縮小了魚類在河川的生存空間，

部分河川在某些河段完全乾枯斷流，也導致在固定時間的採樣調查中

可捕獲的魚類個體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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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種多樣性指數分析 

    以樣站為分析目標，透過生物多樣性指數分析工具，包括豐富度

(Richness index；RI)、均勻度(Evenness index；EI)、優勢度(Simpson's 

dominace index；SI)以及歧異度(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H′ 

)，來分析大竹溪、金崙溪及知本溪的物種多樣性，依照各樣站及季別，

計算出多樣性指數之平均值，來探討目前溪流之物種及鰻魚棲地現況。 

(I)大竹溪 

1. 豐富度(Richness index；RI):平均豐富度以樣站A1為最高

(RI=1.24)，其次是樣站A3(RI=0.89)，最低則為樣站A2(RI=0.54)。 

2. 均勻度(Evenness index；EI):平均均勻度以樣站A1為最高

(EI=1.00)，其次是樣站A3(EI=0.81)，最低則為樣站A2(EI=0.80)。 

3. 優勢度(Simpson's dominace index；SI):平均優勢度以樣站A2為最高

(SI=0.60)，其次是樣站A3(SI=0.45)，最低則為樣站A1(SI=0.39)。 

4. 歧異度(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H′):平均歧異度以樣站A1

為最高(H′=0.89)，其次是樣站A3(H′=0.28)，最低則為樣站

A2(H′=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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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金崙溪 

1. 豐富度(Richness index；RI):平均豐富度以樣站B1為最高

(RI=0.80)，其次是樣站B2(RI=0.35)，最低則為樣站B3(RI=0.31)。 

2. 均勻度(Evenness index；EI):平均均勻度以樣站B3為最高

(EI=1.04)，其次是樣站B1(EI=0.97)，最低則為樣站B2(EI=0.71)。 

3. 優勢度(Simpson's dominace index；SI):平均優勢度以樣站B2為最高

(SI=0.85)，其次是樣站B3(SI=0.66)，最低則為樣站B1(SI=0.53)。 

4. 歧異度(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H′):平均歧異度以樣站B1

為最高(H′=0.56)，其次是樣站B2(H′=0.45)，最低則為樣站

B3(H′=0.18)。 

 

(III)知本溪 

1. 豐富度(Richness index；RI):平均豐富度以樣站C1為最高

(RI=0.73)，其次是樣站C3(RI=0.64)，最低則為樣站C2(RI=0.46)。  

2. 均勻度(Evenness index；EI):平均均勻度以樣站C1及樣站C3為最高

(EI=1.19)，最低則為樣站C2(EI=0.91)。 

3. 優勢度(Simpson's dominace index；SI):平均優勢度以樣站C2為最高

(SI=0.71)，其次是樣站C1(SI=0.62)，最低則為樣站C3(SI=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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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歧異度(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H′):平均歧異度以樣站C1

為最高(H′=0.61)，其次是樣站C3(H′=0.41)，最低則為樣站

C2(H′=0.40)。 

 

(五)鰻魚資源調查現況 

多次調查的經驗下，可以發現鱸鰻方面則喜愛多藏在大小礫石縫

中生存，上游至中游因深度較深，較能發現鱸鰻的蹤跡，因鱸鰻適合

生活在水流較湍急處，在金崙溪中上游流域環境較適合生長，因此我

們可以依地形底質及環境生態可以推估此水域及溪流可以捕捉到日本

鰻或鱸鰻的可能性。 

本年度鰻魚資源調查結果顯示，在所有樣站之中，共採集到鰻科

鱸鰻 2 尾。以金崙溪僅捕獲 2 尾，其餘知本溪及大竹溪皆無捕獲，由

此可見金崙溪的環境為鰻魚較適合之棲息河川。在本年度季所捕獲的

鰻魚體型方面，2 尾鱸鰻的體長介於 12.1cm 至 18.5cm 之間，平均為

15.3cm；捕獲到鱸鰻 2 尾標準體長為 18.5cm 及 15.3cm，體型普遍偏

小且未達成熟體型。 

再比較全年度捕獲率而言，南區以林邊溪捕獲 24 尾次最高，其次

為楓港溪 9 尾，大武溪 3 尾，金崙溪 2 尾。白鰻僅在台灣海峽側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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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水系中採獲，綜觀南區的所有產鰻溪流中，各溪流整年度的總捕

獲率為 1.7-4.2%之間。其中是以林邊溪最高，金崙溪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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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與建議 

(一)、 臺灣東部流域的水域棲地與河川特性。 

本年度調查台灣東南部流域包含大竹溪、金崙溪及知本溪。 

大竹溪上游測站主要為岩石底質及礫石、泥沙混合，河域被切為

數條細小支流，中游、下游測站皆為礫石、泥沙為主的混合底質，中

下游水湍急而淺。然而，第一季到第四季，大竹溪三個樣站中有兩個

樣站之溪流環境明顯改變。我們發現大竹溪上游樣站的溪道被改變，

原本有溪水的地方被泥沙填平，原本岸邊有許多的植物也都不見；大

竹溪下游部分，原本有溪水的地方也一樣都被泥沙填平，溪流樣貌劇

烈改變，導致整個環境生態被破壞。  

金崙溪上游測站為岩石底質，水量充裕但今年之河道明變淺。中

游測站為礫石地形，下游測站則以礫石混合泥沙為主。原本金崙溪水

系是全部今年樣區溪流中，棲地最優化的環境，以往約 10 年前的野外

採捕紀錄裡，鱸鰻的採獲率是 100%，而且單一樣站的捕獲尾數都有

3-10 左右之往日榮景。然而，第一季到第四季，金崙溪三個樣站中有

兩個樣站之溪流環境明顯改變。上游部分，由於工程開挖之因素，溪

流之環境生態遭受破壞；下游部分，可能因為人為或天災，原本有溪

水的地方被泥沙填平，主要溪道離岸邊更遠，因為各種因素，金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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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溪游樣貌劇烈改變，導致整個環境生態被破壞。 

知本溪上游由泥沙礫石為主，由於沿岸工程開發堆積砂石使河道

彎曲且淺，中游由礫石及砂石為主，下游除了礫石沙土外，散佈較多

大塊岩石；利嘉溪由於旱季及工程開挖的因素，除人為開挖之高溫溫

泉水潭外，在第一季時上中下游流域皆無水，故無進行生態採集探查，

而旁邊有砂石業者，因此溪流中有部分大型機具運作的痕跡。 

知本溪樣站溪床結構環境，第二季至第四季調查時，都有明顯改

變。上游的部分，溪道有明顯變寬，且水流量大；中游部分，溪道原

本離岸較近，卻改道變成離岸較遠處，且原本有水的地方被泥沙填平，

沿岸都有開挖的痕跡；最後下游部分，溪道原本離岸較遠變成離岸較

近，且水流增強，沿岸都有開挖的痕跡，所以知本溪的環境生態被嚴

重破壞。 

有此可見，因為強降雨與颱風登陸等，以及人為工程破壞因素，

因而導致大竹溪、金崙溪及知本溪的溪流環境被改變與破壞，原本從

底質方面三條溪流均具有適合淡水鰻魚的棲地條件，演變成現今台東

這三條溪流中，下半年裡，幾乎看不見鰻魚的蹤跡。 

- 62 -
1051494

http://www.coa.gov.tw


51 

 

(二)、本年度各溪流樣站間水文環境特性變化 

105 年度於各個樣站所測的水文資料包括 Flow velocity(m/s)、水溫

(°C)、DO (mg/L)、CD (μs/cm)、COD (mg/L)、pH、Salt (‰)、BOD5 (mg/L)、

SS (mg/L)、NH3-N (ppm)，透過監測上述水文環境，便可計算出 RPI，以便

瞭解溪流水文概況。 

1. Flow velocity: 各樣站溪水的流速差異不大，皆隨著季節逐漸上升，

因為到了秋冬季節，東北季風使台東長時間的下雨，水量增加導

致流速逐季上升。 

2. 水溫: 各樣站溪水的水溫差異不大，從第一季到第三季逐季上升，

而到了第四季台灣開始吹起東北季風，各樣站的溫度降低許多，

達到一個最低溫狀態。 

3. DO: 除了大竹溪上游樣站、知本溪中游樣站及知本溪下游樣站溶氧

量有明顯差異外，各樣站溪流溶氧量差異不大，造成明顯差異的

原因可能是測量儀器造成的誤差，或是水中的營養鹽過於豐富所

造成，如果有此狀況可能是水質惡化的警訊，其餘的樣站水中溶

氧量都呈現一個穩定的趨勢。 

4. CD: 各溪流樣站水中導電度差異不大，都呈現同一趨勢，在第二季

時水中導電度較其他季別高，可能是因為水中的解離的離子較

多，且第二季屬於夏天的部分，水溫較高所導致。 

5. COD: 各樣站溪水的化學需氧量差異不大，而在第一季及大竹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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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第三季的化學需氧量比其他季節普遍偏高，原因可能是水中的

有機物過多時會消耗水中大量氧氣，所以相對這些化學需氧量過

高的季別，水中溶氧量也相對較低，而造成水中汙染有許多是這

些有機物所造成，所以要特別注意此問題。 

6. pH: 各樣站溪水的 pH 質差異不大，只有在第三季時水中 pH 偏低，

使水質酸化的原因很多，如被分解的動植物產生的有機酸、水質

優養化等，如果 pH 小於 5 時，容易造成水中的生物死亡。 

7. Salt: 各樣站溪水除了第三季知本溪下游有測量到 0.2 ‰，其餘樣站

的鹽度為 0。 

8. BOD5: 各樣站溪水的生化需氧量呈現不穩定趨勢，第四季的生化需

氧量較第一季來的高，可能是因為水中的有機物過多，微生物分

解有機物時需消耗大量氧氣所造成。 

9. SS: 各樣站溪水中的懸浮固體隨著季別而上升，造成此情況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水中會因攪動或流動造成懸浮的有機或無機性顆粒

過多，在各樣站隨著季節有颱風或是人為工程開挖所造成懸浮固

體過高，懸浮固體過高可能會影響光線在水中的穿透力等問題，

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10. NH3-N: 各樣站溪流所測得水中胺氮皆為 0。 

11. RPI: 在大竹溪部分所計算出的 RPI 皆屬於為無汙染狀態；金崙溪

部分所計算出的RPI除了下游樣站的第三季及第四季屬於輕度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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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外，其餘季別月份皆無汙染狀態；知本溪部分所計算出的 RPI

除了下游樣站的第三季及第四季屬於中度汙染外，其餘月份季別

皆無汙染狀態。 

 

本年度於大竹溪、金崙溪及知本溪共採集到 4 科 8 屬 8 種 301 尾魚類，

本次調查之溪流皆無入侵外來種，各樣站測得之水文資料中發現有些季別

屬於輕度及中度汙染狀態，可能是因為該溪流有工程開挖以及天然災害所

影響，造成某些監測項目數值過高，這些未來都必須持續監測、規劃及執

行解決辦法，才能使這三條溪流的環境生態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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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南部及東部成鰻偏好的主要溪河水域棲地與海拔特性。 

淡水鰻魚是一種兩側洄游型的淡水魚類，而之前的研究報告顯示，日本

鰻偏好棲息於溪流下游河段，而鱸鰻普遍出現在中、下游河段。本調查顯

示，日本鰻明顯偏好棲息於溪流下游底質為泥砂為主的河段，這類河段以

林邊溪中、下游測站為適合的棲息地，而楓港溪及大武溪下游測站雖於本

年度未採獲日本鰻，仍具有小區域適合的棲息地。本調查發現，鱸鰻普遍

出現在每一條溪流的中、下游樣站，這顯示鱸鰻雖較為適應礫石與卵石底

質的溪流河段，但上朔過程仍可能受天然或人造地形結構所限制，使的上

游測站較少發現鱸鰻的蹤跡。 

至於兩種鰻魚棲息地的比較，日本鰻侷限分布在有泥沙底質的河口區

域，接近感潮帶的區域，對底質類型的專一性極為明顯。而鱸鰻廣泛分布

在中游、下游礫石底質的河段，甚至到上游水域等之分布區域明顯較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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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灣南部的溪流各主要原生鰻魚族群與棲地復育之關鍵水域環境限制

因子與規劃改善的因應配合措施。 

在水域環境因子方面，本調查顯示，日本鰻與鱸鰻兩者在水質環境因子

並沒有明顯的差異偏好，台灣南部屏東縣而言，林邊溪的污染現象雖略高

於其他兩條溪流，仍捕獲最多的鰻魚，並且適宜兩種鰻魚棲息；而兩者在

棲息地底質的選擇上有較大的差異，日本鰻明顯偏好棲息於溪流下游底質

為泥砂為主的河段，特別在林邊溪有最為穩定的棲息地，而楓港溪下游測

站雖於本年度雖未採獲日本鰻，仍具有小區域適合的棲息地；鱸鰻則偏好

棲息於礫石或卵石底質的棲息地，而此種棲息地普遍存在於各溪流中下河

段。而日本鰻對泥砂底的棲息地偏好則嚴重限制了該魚種在這幾條調查溪

流的分布情形，因此若要進行日本鰻的野外棲地保育，則必須保護並維持

三條溪流接近河口的泥沙與礫石混合底質河段之棲的現況，甚至針對汙染

因子進行改善措施。台灣東部地區溪流，以往的調查經驗裡，與這兩年度

之調查相似，都僅僅發現到鱸鰻的棲息，應與缺乏沙泥底質的緩衝區域有

相關。 

淡水鰻魚是一種降海洄游型淡水魚類，因此保持溪流的暢通性對鰻魚的

成長棲息是極為重要的，才不會造成鰻魚無法順利洄游，壓縮其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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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年度溪流生態調查地理位置分布圖 

A：台東縣知本溪 

B：台東縣金崙溪 

C：台東縣大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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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年度調查溪流水系之各樣站地理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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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竹溪上游樣站各季別棲地景觀影像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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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大竹溪中游樣站各季別棲地景觀影像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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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大竹溪下游樣站各季別棲地景觀影像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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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金崙溪上游樣站各季別棲地景觀影像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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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金崙溪中游樣站各季別棲地景觀影像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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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金崙溪下游樣站各季別棲地景觀影像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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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知本溪上游樣站各季別棲地景觀影像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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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知本溪中游樣站各季別棲地景觀影像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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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知本溪下游樣站各季別棲地景觀影像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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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年度採樣調查所記錄的原生魚種照片 

A: 日本瓢鰭鰕虎                  E: 台灣白甲魚 

B: 粗首馬口鱲                    F: 大吻鰕虎 

C: 台灣馬口魚                    G: 鱸鰻 

D: 台灣石魚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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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05 年度溪流各樣站溪水流速折線圖

 

圖 14.  105 年度溪流各樣站水溫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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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05 年度溪流各樣站溶氧量折線圖

 

圖 16. 105 年度溪流各樣站導電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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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105 年度溪流各樣站化學需氧量折線圖

 

圖 18. 105 年度溪流各樣站 pH 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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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105 年度溪流各樣站生化需氧量折線圖

 

圖 20. 105 年度溪流各樣站懸浮固體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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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05 年度總捕獲魚種科別比例圖 

 

 

圖 22. 105 年度總捕獲魚種捕獲魚種類別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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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105 年台東縣大竹溪總魚獲量及各樣站魚獲之組成棲地景觀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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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105 年台東縣金崙溪總魚獲量及各樣站魚獲之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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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105 年台東縣知本溪總魚獲量及各樣站魚獲之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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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全年度日本鰻捕獲數量比較圖 

 

 

圖 27. 全年度鱸鰻捕獲數量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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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溪流水質與鱸鰻棲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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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全年度捕獲日本鰻標準體長分布 (單位:公分) 

 

 

圖 30. 全年度捕獲鱸鰻標準體長分布 (單位: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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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全年度鰻魚在各溪流的捕獲數量比較圖 

 

 

圖 32. 全年度鰻魚在各溪流捕獲率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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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5 年大竹溪各樣站水文資料表 

溪流

河段

站名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Flow velocity (m/s) 0.3 0.5 0.4 1.8 0.6 0.6 0.8 3.1 0.8 1.1 1.2 2.5

temp. (°C) 22.7 25.3 26.3 22.8 23.5 24.8 25.9 22.6 25.4 24.9 25.5 22.3

DO (mg/L) 4.8 6.3 13.4 7.1 6.4 6.8 3.7 7.4 6.1 5.9 1.5 8.8

CD (μs/cm) 65 320 272 209 98 332 259 221 49 303 265 207

COD (mg/L) 13 5 20 5 13 10 10 5 13 10 10 5

pH 7.48 8.18 7.14 7.8 7.61 8.14 7.31 7.87 8.19 8.43 5.5 7.96

Salt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OD5 (mg/L) 1.5 0.5 2.5 1.9 1.6 1.3 2.1 2.1 0 0 2.1 1.8

SS (mg/L) 0 3 0 5 3 2 8 16 5 4 11 1

NH3-N (pp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點數DO 3 3 1 1 3 1 6 1 3 3 10 1

點數BOD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點數SS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點數NH3-N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RPI 1.5 1.5 1 1 1.5 1 2.25 1 1.5 1.5 3.25 1

汙染指標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輕度 未受 未受 未受 中度 未受

大竹溪

上

新興橋

中

舊新興橋 溪蒲橋方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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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5 年金崙溪各樣站水文資料表 

溪流

河段

站名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Flow velocity (m/s) 1.6 2.8 3.2 3.8 1.2 1.1 1.4 3.6 1.3 1.7 2.1 3.1

temp. (°C) 24.2 26.8 26 22.1 24.7 26.8 24.5 22 24.7 26.8 27.6 22

DO (mg/L) 7.2 5.1 6.7 7.1 7.8 5.2 5.5 9 7.8 5.7 4.4 8.4

CD (μs/cm) 94 402 282 274 89 475 253 212 89 327 307 238

COD (mg/L) 13 10 10 5 13 5 5 5 13 5 10 5

pH 7.61 7.84 7.48 7.92 7.32 7.41 8.06 7.9 7.32 8.18 5.64 7.92

Salt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OD5 (mg/L) 1.2 1.8 1.4 1.5 2.3 2.5 4.2 3.6 0.5 0.1 1.1 1.8

SS (mg/L) 2 3 9 1 0 2 0 0 0 1 3 68

NH3-N (pp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點數DO 1 3 1 1 1 3 3 1 1 3 6 1

點數BOD 1 1 1 1 1 1 3 3 1 1 1 1

點數SS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點數NH3-N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RPI 1 1.5 1 1 1 1.5 2 1.5 1 1.5 2.25 2.25

汙染指標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輕度 輕度

金崙溪

上 中 下

石梯 賓茂三號橋 虷仔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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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5 年知本溪各樣站水文資料表 

溪流

河段

站名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Flow velocity (m/s) 0.6 0.9 1.1 1.5 1.5 2.1 2.2 1.6 1.2 1.7 1.8 2.5

temp. (°C) 24.5 26.7 25 22.1 25.2 26.1 24.7 22.4 26.1 26.4 25.5 22.7

DO (mg/L) 9.1 5.5 6.4 9.6 12.5 6.2 5.6 7.4 13.3 6.1 5 8.4

CD (μs/cm) 164 424 227 214 188 363 319 230 197 368 329 223

COD (mg/L) 13 10 5 5 13 10 10 5 13 10 10 5

pH 7.96 7.73 7.95 7.52 7.61 8.23 8 7.51 7.74 8.32 8.3 7.57

Salt (‰) 0 0 0 0 0 0 0 0 0 0 0.2 0

BOD5 (mg/L) 1.5 2.1 1.9 2.3 2.3 3.4 2.4 3.1 1.5 2.6 1.9 2.6

SS (mg/L) 0 0 3 23 0 0 10 29 4 6 85 116

NH3-N (pp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點數DO 1 3 3 1 1 3 3 1 1 3 3 1

點數BOD 1 1 1 1 1 3 1 3 1 1 6 1

點數SS 1 1 1 3 1 1 1 3 1 1 6 10

點數NH3-N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RPI 1 1.5 1.5 1.5 1 2 1.5 2 1 1.5 4 3.25

汙染指標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未受 中度 中度

知本溪

上 中 下

勇男橋 木瓜溪口 新知本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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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105 年各流域樣站河床底質粒徑分析表

流域

溪段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樣站 新興橋 舊新興橋 溪蒲橋方 石梯 賓茂三號橋 虷仔崙橋 勇男橋 木瓜溪口 新知本大橋

粒徑範圍(cm)

黏土 <0.0062 - - - - - - - - -

沙粒 0.0062~0.2 5% 5% - 20% - 5% - 10% 30%

礫石 0.2~6.4 80% 45% 30% 70% 80% 15% 60% 80% 65%

卵石 6.4~25.6 15% 50% 70% 10% 20% 80% 40% 10% 5%

塊石 25.6~409.6 - - - - - - - - -

岩床 --- - - - - - - - - -

大竹溪 金崙溪 知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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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鰻鱺科 Anguillidae 日本鰻 Anguilla japonica

鱸鰻 Anguilla marmorata

102 鯉科 Cyprinidae 台灣石魚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縱紋鱲 Candidia barbata

屏東鬚鱲 Candidia pingtungensis 

鯽 Carassius auratus

高屏馬口鱲 Opsariichthys kaopingensis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107 爬鰍科 Balitoridae 臺東間爬岩鰍 Hemimyzon taitungensis

245 鲻科 Mugilidae 大鱗龜鮻 Chelon macrolepis

綠背龜鮻 Chelon subviridis

400 湯鯉科 Kuhliidae 黑邊湯鯉 Kuhlia marginata

409 麗魚科 Cichlidae 藍寶麗魚 Aequidens pulcher

尼羅口孵魚 Oreochromis niloticus

457 塘鳢科 Eleotridae 丘塘鱧 Bunaka sp.

蓋刺塘鱧 Eleotris acanthopoma

棕塘鱧 Eleotris fusca

460 鰕虎科 Gobiidae 曙首厚唇鯊 Awaous melanocephalus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大吻鰕虎 Rhinogobius gigas

極樂吻鰕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恆春吻鰕虎 Rhinogobius henchuenensis

溪鱧 Rhyacichthys aspro

日本瓢鰭鰕虎 Sicyopterus japonicus

兔首瓢鰭鰕虎 Sicyopterus lagocephalus

黑鰭枝牙鰕虎 Stiphodon percnopterygionus

487 鳢科 Channidae 線鳢 Channa striata

科號 科名 Family 中文名 Species

 

表 4.  104-105 年度屏東縣及台東縣各樣站採獲魚類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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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5 年度各樣站採獲魚類名錄及數量表 (單位：尾數) 

溪流

河段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站名 新興橋 舊新興橋 溪蒲橋方 石梯 賓茂三號橋 虷仔崙橋 勇男橋 木瓜溪口 新知本大橋

科別 中文學名/俗名 英文學名

鰻鱺科 花鰻鱺 Anguilla mamorata 1 1

鯉科 臺灣石[魚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2 3 1

鯉科 臺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ta 4 3 2 1

鯉科 台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1 2 2

鯉科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6 8 1 11 7 5 9 10 5

鰕虎科 大吻鰕虎 Rhinogobius gigas 5 1 3 2 1

鰕虎科 日本瓢鰭鰕虎 Sicyopterus japonicus 26 32 19 23 38 20 15 16 14

鑽嘴魚科 曳絲鑽嘴魚 Gerres filamentosus 1

4科8屬8種 個體數 44 43 22 41 52 25 26 29 19

物種數 6 3 4 5 6 2 4 4 2

大竹溪 金崙溪 知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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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年度各流域採獲鰻魚數量表 

流域 林邊溪 楓港溪 大武溪 大竹溪 金崙溪 知本溪

魚種捕獲總量 569 468 760 108 118 74

日本鰻捕獲量 7 1 0 0 0 0

鱸鰻捕獲量 17 8 3 0 2 0

鰻魚總捕獲量 24 9 3 0 2 0
 

 

表 7. 全年度各流域鰻魚捕獲率 

流域 林邊溪 楓港溪 大武溪 大竹溪 金崙溪 知本溪

日本鰻捕獲率(%) 1.23 0.21 0.00 0.00 0.00 0.00

鱸鰻捕獲率(%) 2.99 1.71 0.39 0.00 1.69 0.00

鰻魚總捕獲率(%) 4.22 1.92 0.39 0.00 1.6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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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全年度各流域捕獲鰻魚之標準體長 

魚種 流域/季別 捕獲數量(尾) 平均標準體長(cm)

日本鰻 林邊溪(第一季) 2 15.1 23.0 - - - - - - - - - - - 19.1

林邊溪(第二季) 1 14.8 - - - - - - - - - - - - 14.8

林邊溪(第三季) 1 15.3 - - - - - - - - - - - - 15.3

林邊溪(第四季) 3 18.5 20.3 22.1 - - - - - - - - - - 20.3

楓港溪(第三季) 1 17.2 - - - - - - - - - - - - 17.2

鱸鰻 林邊溪(第一季) 13 13.0 13.2 13.8 14.5 15.0 15.1 15.1 15.4 16.8 16.9 17.2 20.0 25.0 16.2

林邊溪(第二季) 1 18.0 - - - - - - - - - - - - 18.0

林邊溪(第三季) 2 13.4 - - - - - - - - - - - - 6.7

林邊溪(第四季) 1 16.4 - - - - - - - - - - - - 16.4

楓港溪(第一季) 3 11.0 12.0 13.2 - - - - - - - - - - 12.1

楓港溪(第二季) 3 10.0 13.0 18.0 - - - - - - - - - - 13.7

楓港溪(第三季) 1 16.3 - - - - - - - - - - - - 16.3

楓港溪(第四季) 1 16.5 - - - - - - - - - - - - 16.5

大武溪(第一季) 3 11.1 11.9 14.0 - - - - - - - - - - 12.3

大武溪(第三季) 1 14.7 - - - - - - - - - - - - 14.7

大武溪(第四季) 2 10.3 19.2 - - - - - - - - - - - 14.8

金崙溪(第一季) 2 15.3 18.5 - - - - - - - - - - - 16.9

捕獲個體標準體長(cm)

 

- 106 -
1051494

http://www.coa.gov.tw


95 

 

表 9.  105 年度大竹溪各樣站採獲魚類名錄及數量表 (單位：尾數) 

溪流

河段

站名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科別 中文學名/俗名 英文學名

鯉科 臺灣石[魚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2

鯉科 臺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ta 2 2 3

鯉科 台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1

鯉科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6 7 1 1

鰕虎科 大吻鰕虎 Rhinogobius gigas 2 1 2 1

鰕虎科 日本瓢鰭鰕虎 Sicyopterus japonicus 18 4 4 32 19

2科6屬6種 個體數 31 0 7 6 42 0 1 0 20 0 1 0

物種數 6 0 3 2 3 0 1 0 2 0 2 0

新興橋 舊新興橋 溪蒲橋方

大竹溪

上 中 下

 

表 10.  105 年度金崙溪各樣站採獲魚類名錄及數量表 (單位：尾數) 

溪流

河段

站名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科別 中文學名/俗名 英文學名

鰻鱺科 花鰻鱺 Anguilla mamorata 1 1

鯉科 臺灣石[魚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3

鯉科 臺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ta 2

鯉科 台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2

鯉科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11 7 5

鰕虎科 大吻鰕虎 Rhinogobius gigas 1 2 2

鰕虎科 日本瓢鰭鰕虎 Sicyopterus japonicus 11 12 32 6 19 1

3科7屬7種 個體數 27 0 14 0 44 6 2 0 24 1 0 0

物種數 5 0 2 0 5 1 1 0 2 1 0 0

金崙溪

上 中 下

石梯 賓茂三號橋 虷仔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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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05 年度知本溪各樣站採獲魚類名錄及數量表 (單位：尾數) 

溪流

河段

站名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科別 中文學名/俗名 英文學名

鯉科 臺灣石[魚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1

鯉科 臺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ta 1

鯉科 台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2

鯉科 粗首馬口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8 1 8 2 3 2

鰕虎科 大吻鰕虎 Rhinogobius gigas 1

鰕虎科 日本瓢鰭鰕虎 Sicyopterus japonicus 7 3 5 16 13 1

2科6屬6種 個體數 15 3 3 5 27 0 2 0 16 0 3 0

物種數 2 1 3 1 4 0 1 0 2 0 2 0

勇男橋 木瓜溪口 新知本大橋

知本溪

上 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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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05 年度大竹溪生物多樣性指數

溪流

河段

站名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總個體數 31 0 7 0 42 0 1 0 20 0 2 0

總物種數 6 0 3 0 3 0 1 0 2 0 2 0

Richness index 1.456 - 1.028 - 0.535 - - - 0.334 - 1.443 -

Evenness index 0.889 - 1.200 0.918 0.804 - - - 0.619 - 1.000 -

Simpson's dominace index 0.368 - 0.333 0.467 0.604 - - - 0.900 - 0.000 -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1.593 0.000 1.319 0.637 0.883 0.000 0.000 0.000 0.429 0.000 0.693 0.000

新興橋 舊新興橋 溪蒲橋方

大竹溪

上 中 下

 

表 13. 105 年度金崙溪生物多樣性指數

溪流

河段

站名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總個體數 27 0 14 0 44 6 2 0 24 1 0 0

總物種數 5 0 2 0 5 1 1 0 2 1 0 0

Richness index 1.214 - 0.379 - 1.057 0.000 0.000 - 0.315 - - -

Evenness index 0.952 - 0.993 - 0.707 - - - 1.037 - - -

Simpson's dominace index 0.322 - 0.736 - 0.549 1.000 1.000 - 0.656 - - -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1.532 0.000 0.688 0.000 1.138 0.299 0.347 0.000 0.719 0.000 0.000 0.000

下

虷仔崙橋石梯 賓茂三號橋

金崙溪

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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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105 年度知本溪生物多樣性指數

溪流

河段

站名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總個體數 15 3 3 0 27 0 2 0 16 0 3 0

總物種數 2 1 3 0 4 0 1 0 2 0 2 0

Richness index 0.369 0.000 1.820 - 0.910 - 0.000 - 0.361 - 0.910 -

Evenness index 1.384 - 1.000 - 0.915 - - - 1.071 - 1.308 -

Simpson's dominace index 0.467 1.000 0.000 1.000 0.425 - 1.000 - 0.675 - 0.333 -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0.960 0.366 1.099 0.000 1.268 0.000 0.347 0.000 0.743 0.000 0.907 0.000

勇男橋 木瓜溪口 新知本大橋

上 中 下

知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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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105 年度台東縣各樣站平均多樣性指數 

溪流

樣站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總個體數 9.5 10.75 5.5 10.25 13 6.25 5.25 7.25 4.75

總物種數 2.25 1 1 1.75 1.75 0.75 1.5 1.25 1

Richness index 1.24 0.54 0.89 0.8 0.35 0.31 0.73 0.46 0.64

Evenness index 1 0.8 0.81 0.97 0.71 1.04 1.19 0.91 1.19

Simpson's dominace index 0.39 0.6 0.45 0.53 0.85 0.66 0.62 0.71 0.5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0.89 0.22 0.28 0.56 0.45 0.18 0.61 0.4 0.41

大竹溪 金崙溪 知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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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全年度南部及東部捕獲到鰻魚之棲地特徵表 

溪流 樣站 日本鰻 鱸鰻 水溫 水深 水流  底質特性 

林邊溪-1 104-A1   4 25.90  0.25  0.51  沙泥底 

林邊溪-1 A2 2  26.10  0.55  0.27  石礫堆 

林邊溪-1 A3  7 26.50  0.20  0.24  石礫堆 

林邊溪-2 A2  1 29.60  0.50  0.28  石礫堆 

林邊溪-2 A3 1  26.50  0.20  0.26  石礫堆 

林邊溪-3  A2  2 26.30  0.70  0.29  石礫堆 

林邊溪-3  A3 1  26.80  0.50  0.25  石礫堆 

林邊溪-4 A2 1 1 29.30  0.45  0.31  石礫堆 

林邊溪-4 A3 2   29.80  0.35  0.26  石礫堆 

楓港溪-1 104-B2   1 25.40  0.55  0.32  石礫堆 

楓港溪-1 B3  2 26.50  0.35  0.28  石礫堆 

楓港溪-2 B2  1 29.60  0.55  0.33  石礫堆 

楓港溪-2 B3  2 30.10  0.40  0.31  石礫堆 

楓港溪-3 B3  1 29.20  0.45  0.27  石礫堆 

楓港溪-4 B2 1 1 28.70  0.65  0.31  石礫堆 

大武溪-1 104-C2   2 25.10  0.35  0.31  石礫堆 

大武溪-2 C3  3 25.30  0.55  0.27  石礫堆 

大武溪-3 C2  1 28.90  0.45  0.27  石礫堆 

大武溪-4 C2   2 28.80  0.30  0.29  石礫堆 

金崙溪-1 105-B1   1 24.20  0.35  1.40  石礫堆 

金崙溪-1 B2   1 24.70  0.40  1.10  石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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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

台灣北部 台灣南部

33 27

4441 1867

61 39

1.37% 2.08%

9 8

52 31

17.30% 25.81%

平均流速 0.66 m/s 0.35 m/s

平均深度 0.75 m 0.65 m

底質條件 砂(50%)、粉沙(25%)、細礫(25%) 砂(40%)、小卵石(30%)、細礫(30%)

備註 對底質專一性極為明顯 對底質專一性較不明顯

平均流速 0.85 m/s 0.51 m/s

平均深度 0.45 m 0.35 m

底質條件 大卵石(30%)、小卵石(30%)、細粒(30%)、砂(10%) 大卵石(30%)、小卵石(30%)、細粒(30%)、砂(10%)

備註 對底質專一性較不明顯 對底質專一性較不明顯

鱸鰻棲地條件

白鰻數量

鱸鰻數量

白鰻 /鱸鰻比率

白鰻棲地條件

年度

地理位置

捕獲魚種數

總尾數

鱺鱺捕獲量

總尾數捕獲率

 

 

表 17. 台灣南北部中小型溪流鰻魚分佈特性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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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會議審查意見回復表 

計畫名稱: 鰻魚棲地復育與生態調查及資源評估(3/4) 

序號 審查意見 回覆說明 

（一） 王穎委員 

1 

上中下游選址之依據為何？宜有界

定，又本調查雖 4 季，但缺 12~3 月之

資料，是否係受季節（乾季）或其他

因素影響，宜有說明。 

謝謝委員指教。由於計畫期程往年都是從

3 月份或 4 月份開辦。沒有計畫開案執行

依據，則無法申請採用電捕法來進行採集

魚類項本。本計畫選擇計畫期程內，都盡

量符合季別的調查需求。 

2 

有些樣站有汙染，其他不同魚類、採

集數量之關連性如何，如可能宜有探

討。 

謝謝委員指教。本年度東部的汙染，大多

為洪水土石流引發之大水水色混濁，或是

河床施工所造成。成因非化學性汙染。 

3 

四種方法之努力量影響不同魚種及數

量之偵測，宜有探討。 

謝謝委員指教。因棲地類型關係，目

前本年度都以標準電魚採集，並無努

李量標準化的問題。未來跨年度會記

錄清礎，並加以探討分析。 

（二） 李壽先委員 

1 

本年度調查臺灣東部 3條獨立溪流，

各僅有 3個樣站是否足夠？ 

謝謝委員指教。以往都是以規劃中游

以下之樣站，以利於調查兩種鰻魚有

較高的出現機率。以往都有增加不定

樣站調查，因前兩年沒有明顯效果而

取消。 

2 

研擬臺灣東部 3條獨立溪流改善的因

應措施並不明確。 

謝謝委員指教。成果報告會加以修正。 

3 

臺灣東部 3條獨立溪流改善方案宜更

加明確，以利擬定改善的實際操作。 

謝謝委員指教。 

（三） 林良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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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成果認為溪流環境改變甚劇，

包括破壞、汙染或人為工程等因子之

干擾，似乎預測此三條溪宣告非鰻魚

之棲息地？ 

謝謝委員指教。此三溪流以往條件甚

佳，今年生態擾動過大，未來該棲地

生態擾動減緩時，仍為鰻魚可利用區

系。 

2 

唯有金崙溪有 2尾捕獲，是否有特別

因子之影響？ 

謝謝委員指教。金崙溪的溪床的潭瀨

區之變化較多，應更加適合鰻魚之棲

息。 

（四） 邵廣昭委員 

1 

鰻形目多種已被 IUCN列入瀕危物種，

故在臺灣的數量及分布也應要儘速收

集，以便能在近期檢討是否應列入保

育類物種評估的參考。此外，能瞭解

其棲地及目前棲地健康的狀況，也能

提供主管單位施政的參考。 

謝謝委員指教。 

2 

本計畫分成四年，在前言中請補一段

說明四年度分年進行之規劃，如以地

理區的空間來區分，是否可由其他方

法來收集評估在同一地點不同時間

（年）族群量的變化。此外臺灣的鰻

形目過去紀錄有五種，其中西里伯斯

鱸鰻(曾,1982，陳等,2011)未被報告

列入，是否已變無效種？ 

謝謝委員指教。 

成果報告中，將會補充說明地理區之

規劃。 

西里伯斯鰻全台迄今，仍然是未有成

鰻的出現的紀錄，屬於極稀有鰻苗。

因此本計畫也仍未發現其蹤跡。所以

當初未列入。 

3 

既有淡水魚調查的資料，希望能夠妥

於保存，因為背景資料甚難有機會可

以收集與建立。 

謝謝委員指教。本實驗室會妥善保存

各水系的調查資料，並持續擴充該資

料庫。 

（五） 袁孝維委員 

1 

臺灣東部 3條獨立溪流水系之棲地破

壞或干擾因子的改善方案不明確清

楚。 

謝謝委員指教。會於成果報告中補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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